
近近505000亿人次亿人次！！
前三季度我国交通出行火热

国内新闻
2024年11月1日 星期五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05A编报室主办
责编 / 伟明 版面 / 奕月 校对 / 寒倩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记者吴雨 任军）存量房贷利率调整变
得更灵活了，借贷双方有商有量！

10月31日，工、农、中、建、交、邮储等多家银行发布公告，完善了
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定价机制相关细则。从11月1日起，借款人
可与银行自主协商、动态调整存量房贷利率，重定价周期最短可申请
调整为3个月。

关于存量房贷利率调整，已有不少借款人于10月底享受利好。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截至10月28日，21家全国性银行已完
成批量调整，共计5366.7万笔、25.2万亿元存量房贷利率完成下调。
另外，各地方法人银行也会在10月31日完成批量调整。

银行主动批量调降存量房贷利率固然省事，但非长久之计。中
国人民银行明确表示，这可能是银行最后一次批量调整存量房贷利
率。从根本上解决新老房贷利差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利率市场化
改革。

以后存量房贷利率调整怎么办？
中国人民银行给出了解决思路——自主协商、动态调整。
9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明确完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

款利率定价机制有关事宜。根据安排，存量房贷利率与全国新发放
房贷利率偏离达到一定幅度时，借款人可与银行自主协商、动态调整
存量房贷利率，并协商约定重定价周期。

这破除了不少制度性障碍：房贷利率不再受制于固定的加点幅
度，可根据借款人信用、市场供需等因素变化而动态调整；重定价周
期不再限定为1年，借款人在利率下行周期可尽早享受较低利率……
这样既维护了合同的严肃性，又能更好维护借贷双方合法权益。

10月31日，多家银行发布公告，进一步细化安排。
首先，触发调整有条件：新老房贷利率的加点幅度偏离高于30个

基点。
六家大行均表示，当借款人的房贷利率加点幅度与最新的全国

新发放房贷利率平均加点幅度相比，偏离高于30个基点时，可向银行
提出调整申请。重新约定的加点幅度不低于最新的全国新发放房贷
利率平均加点幅度加30个基点，且不低于所在城市目前执行的新发
放房贷利率加点下限（如有）。

当日，中国人民银行还公布了第三季度全国新发放房贷平均利
率，供商业银行和借款人参考。数据显示，2024年第三季度全国新发
放个人房贷加权平均利率为3.33%。

不过，由于绝大多数存量房贷利率的加点幅度已于10月底批量
调整为减30个基点，专家预计第四季度绝大多数借款人无需调整加
点幅度。

其次，重定价周期可调整：3个月、半年或1年。
重定价周期就是利率跟随定价基准调整的时间间隔。在重定价

日，存量房贷会根据已公布的最新一期LPR进行调整。
10月21日，5年期以上LPR下降25个基点至3.6%。部分存量房贷

借款人想要缩短重定价周期，尽快享受到这次LPR下降带来的红利。
记者梳理商业银行公告发现，11月1日以后，新发放房贷借款人

可以自主选择重定价周期，存量房贷借款人也可与银行协商，重新约
定重定价周期。多数银行提供的重定价周期为：3个月、半年、1年。
不过，大多数银行规定，重定价周期只能调整一次，不能多次调整。

“在LPR下行周期内，重定价周期越短，借款人可越早享受降息
红利。”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如果利率进入上行周
期，重定价周期越短对借款人越不利。重定价周期只能调整一次，借
款人要综合考虑自身情况审慎决策，用好这一次选择权利。

此外，借款人要主动申请，线上线下均可办理。
不同于银行主动批量调整，从11月1日后，符合条件的借款人需

要主动向银行提出申请，银行审批通过后才能进行调整。多家银行
都公布了调整渠道，借款人可通过手机银行、贷款经办行等提出调整
申请。各行都明确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存量房贷利率调整有商有量，响应了群众期盼，减轻了居民利息
负担，更推动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坚定向前，更好发挥利率在金融资
源配置中的关键作用。

更灵活！存量房贷利率调整有商有量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记
者张晓洁 张辛欣） 工业和信息化
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家产融合作平
台自2021年2月上线以来，累计助
企融资突破 1 万亿元。今年以来，
平台助企融资新增约 2900 亿元，
同比增速达40.7%。

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金融支
持。推动金融资源在产业重点领域
和薄弱环节更好发挥作用，国家产
融合作平台应运而生。这个平台是
什么？上面有哪些资源？企业怎样
用好平台？

锻长板、补短板，平台聚焦产
业重点领域——

国家产融合作平台为企业和金
融机构提供定制化、智能化金融服
务，为的是把更多金融资源精准有
效配置到产业重点领域和薄弱环
节。目前，平台推出网页版和App
版，企业点击链接 crpt.miit.gov.cn
或下载客户端即可登录平台。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产融工
作支撑团队告诉记者，平台利用
新一代信息技术手段，畅通产融
信息对接渠道，实行重点企业、
项目及标签信息入库管理，推动
中央与地方、产业与金融、科技
与资本、直接与间接融资、产业
链与供应链等多层面产融交流合
作，支撑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
贷 款 、 稳 链 保 供 等 专 项 政 策 落
地 ， 支 持 重 点 产 业 链 高 质 量 发
展、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优质中

小企业梯度培育、产业科技创新
等重点任务实施。

引金融机构、汇优质企业，持
续搭建产融对接渠道——

34.65 万家企业，近 3000 家金
融机构，159 家政府机构，700 多
项金融产品……平台通过整合产业
政策与金融政策，加强信息共享，
优化资源配置，推动解决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金融机构不愿贷、不
敢贷的问题。

登录注册，企业可直接填报融
资需求；点击“金融服务超市”，
可以查阅特色普惠服务、银企直通
服务等板块；通过算法模型自动生
成企业评估报告，为金融机构助企
融资提供服务依据……

记者了解到，企业可在平台上
快捷填报贷款期限、利率、贷款类
别等融资需求信息，平台会自动匹
配相应的金融产品，对接金融机
构，平均3日内金融机构就会与企
业联系，是否放贷将在平台上形成
反馈。同时，平台也会对企业数据
自动生成评价模型，为金融机构授
信提供参考。

精准画像，根据产业特色提供
差异化服务——

打开国家产融合作平台界面，
可以看到，24个特色专区涵盖先进
制造业集群、船舶、软件、5G、
工业互联网、工业绿色发展等，根
据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特点，提供
差异化金融对接服务。

平台还体系化发布产融政策制
度，发布试点案例、金融创新、培
训交流、投融资路演等信息，实现
数据信息共享。

更多金融“活水”正通过这个
平台流向企业创新：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及扬州分
行获得平台推送的一家企业融资需
求信息后，引导企业申请交通银行
中小企业线上信用贷，为企业提供
了450万元免抵质押、免担保的纯
信用融资；

参考平台融资需求和评估报
告，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为中
科星睿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审批
投放300万元普惠贷款，解决短期
流动性需求。

“我们将探索‘企业出题、市
场答题、资本选题、地方接题’的
一体化配置资源路径。”工业和信
息化部财务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将
持续深化产融合作，发挥国家产融
合作平台纽带和汇聚效应，加强跨
部门涉企信息共享机制，优化平台
功能服务，不断延伸平台为企公益
服务能力。

据悉，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同
有关部门抓紧制定出台金融支持
新型工业化的政策文件，加大对
科 技 金 融 、 绿 色 金 融 、 普 惠 金
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等支持
力度，引导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
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
中小微企业。

新华社北京10月 31日电（记
者潘洁 张晓洁）国家统计局 10 月
31 日发布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
查公报。调查结果显示，随着我国
数字化、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我
国居民时间利用分配和生产生活
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生活品质不
断提升。

近年来，智能家居在生活中的
场景应用不断升级，点外卖、找家政
等家庭服务逐渐得到大众认可。调
查数据显示，家务劳动活动的参与
者每日平均时间为 1 小时 59 分钟，
比2018年减少28分钟。

百姓消费方面，调查数据显示，
购买商品或服务活动的参与者每日
平均时间为43分钟，比2018年减少
37 分钟；活动参与率为 34.1%，比

2018年提高13个百分点；在购买商
品或服务时，使用互联网的居民比
例为 54.7%，比 2018 年提高 38.1 个
百分点。网络购物、在线生活服务
等对居民的消费方式产生深刻影
响，居民生活更加方便快捷。

近年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
穿戴设备等日益普及，逐渐融入居
民日常生产生活。调查数据显示，
互联网使用的居民每日平均时间为
5 小时 37 分钟，比 2018 年增加 2 小
时55分钟；互联网使用活动参与率
为 92.9%，比 2018 年提高 35.9 个百
分点。

此外，居民运动健身活动参与
率有所提升。调查数据显示，当前
我国居民运动健身活动参与率为
49.6%，比 2018 年提高 18.7 个百分

点，居民健身意识不断增强，生活方
式更加健康。

据了解，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
调查的现场调查时间为2024年5月
11日至31日，调查对象为抽中调查
户和该户中 6 周岁及以上常住成
员，全国共调查3.85万户家庭、10.7
万人。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负责人介
绍，我国于 2008 年、2018 年开展了
两次时间利用调查。第三次全国时
间利用调查在调查范围、调查对象、
调查内容、调查方式上都基于前两
次调查进行了优化，能够全面、准确
反映居民时间利用情况和生产生活
变化，为改善民生福祉、科学制定社
会民生政策提供详实、准确的统计
信息支撑。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记者叶昊鸣）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跨区
域人员流动量490.9亿人次，同比增长5.4%。

这是记者10月31日从交通运输部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
解到的。

“分方式看，铁路、水路、民航客运量同比分别增长13.8%、1.1%和
19.1%，公路人员流动量同比增长4.7%，其中公路非营业性小客车人
员出行量、公路营业性客运量同比分别增长3.8%和8.6%。”交通运输
部总规划师、综合规划司司长吴春耕说。

营业性货运量保持增长。前三季度，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416.3亿吨，同比增长3.3%，其中铁路、公路、水运、民航货运量同比分
别增长1.9%、3.1%、4.8%和24.4%。

港口货物吞吐量稳定增长。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
量129.7亿吨，同比增长3.4%，其中内贸、外贸同比分别增长1.7%和
7.6%。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5亿标箱，同比增长7.7%，其中内贸、外贸
同比分别增长7.1%和8.2%。

交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高位运行。前三季度，我国完成交通固
定资产投资27131亿元，其中铁路、水路、民航分别完成投资5612亿
元、1576亿元和97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3%、9.4%和22.3%；公路完
成投资18967亿元，规模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

“前三季度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交通运输
主要指标走势与宏观经济形势总体吻合，走向是一致的。”吴春耕说。

10 月下旬，海军辽宁
舰编队开展远海实战化训
练。其间，辽宁舰、山东舰
编队首次开展双航母编队
演练。

近日，海军辽宁舰编
队圆满完成年度远海实
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
母港。

训练期间，编队转战
黄海、东海、南海等多个
海 域 ，开 展 实 战 背 景 下
多 个 科 目 综 合 演 练 ，官
兵 全 程 保 持 高 度 戒 备 、
随 时 反 应 的 作战状态。
在南海某海域，辽宁舰、山
东舰编队首次开 展 双 航
母编队演练，锤炼提升航
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

新华社发（陈梦曦 摄）

时间都去哪了？
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发布

破万亿元！国家产融合作平台助企融资促发展

辽宁舰编队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辽宁舰编队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


